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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析混业经营中运输业务的自营与拆分选择

【摘要】“营改增”后，企业在销售货物与提供运输服务的混业经营状态下，自营运输与拆分运输在增值税税负与经营

收益方面，存在着“平衡临界点”。本文对“平衡临界点”进行了分析和测算，指出企业可根据该临界点，选择对自身最为有

利的纳税筹划方案，实现运输效益的最大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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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自营运输与拆分运输的税负比较

例：某电子企业（增值税一般纳税人）生产销售手机存储

器并负责运输。年销售额为10000万元，为生产该产品需耗费

原材料5000万元，运费支出约为600万元，运费中油物料、维

修等可抵扣进项税额成本所占比例为 60%。以上价格均含

税，企业适用增值税税率为17%，运费中油物料、维修等支出

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 17%，城建税税率为 7%，教育费附加征

收率为 3%。为降低运营成本，企业考虑将运输业务拆分出

去，成立独立运输公司。假定拆分前后，运输业务收入、成本、

油物料消耗比例保持不变，且不考虑其他成本支出。

（一）自营运输的增值税税负

在拆分之前，该企业兼有不同税率的销售货物与提供应

税服务，应当分别核算各自销售额，并按适用税率计算应纳

增值税税款。假定应纳增值税税额为 T1，则 T1=（10000-

5000）÷（1+17%）×17%＋600÷（1+11%）×11%-600×60%÷（1+

17%）×17%=733.65（万元）。

（二）拆分运输的增值税税负

1. 拆分后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。企业在将运输业务

拆分后，有两种方式向购货方提供运输服务。一是，直接购买

运输服务，即销货企业与运输企业签订货物运输协议，由运

输企业向销货企业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，并按销货企业要求

将产品运抵购买方。二是，委托代理方式，即销货方替购货方

代理运输，并代垫运费，运输企业将增值税发票开具给购买

方，由销货方进行转交，同时按销货方要求将货物运送给购

买方。在第一种方式下，根据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六条的规

定，销货方向购买方所收运费属于价外费用，应并入销售额

中一并计税。而销货方与运输企业之间的购买服务，所缴增

值税税额可相互抵销。假设销货企业与运输企业共同承担的

增值税税额为 T2，则 T2=（10000-5000+600）÷（1+17%）×

17%-600×60%÷（1+17%）×17%=761.37（万元）。

在第二种方式下，销货方只负责代理运输业务，增值税

运输发票由运输企业直接开具给购货方。根据《增值税暂行

条例实施细则》的规定，此时的运费不属于价外费用。因此，

委托代理方式与自营运输方式的应纳增值税额相同。同直接

购买运输相比，由于委托代理运输按运输业11%的低税率计

税，因此税收负担要小于T2。

综上所述，当拆分后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时，不能

使税负降低。

2. 拆分后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。当销货企业运费收入达

不到一般纳税人标准，或将符合条件的一般纳税人拆分至分

类标准之下（如拆分为两家）时，运输企业按小规模纳税人计

税办法，采用征收率计算缴纳增值税，同时不得抵扣增值税

进项税额。在此情形下，同样需区分两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，

销货方直接购买运输服务，且取得运输业普通发票，该运输

发票不得抵扣销货方销项税额。同时，运输企业作为小规模

纳税人，需按征收率计算应交增值税税款。假定此时应缴纳

的增值税税额为T3，则T3=（10000-5000+600）÷（1+17%）×

17%+600÷（1+3%）×3%=831.15（万元）。

第二种情况，销货企业采用委托代理运费方式进行销

售。运输企业直接和购买方进行运费结算。假定，此时应缴纳

的增值税税为 T4，则 T4=（10000-5000）÷（1+17%）×17%+

600÷（1+3%）×3%=743.97（万元）。显然，在拆分为小规模纳税

人的情况下，采用委托代理方式可规避价外费用所带来的额

外税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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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拆分前后税负的综合比较

当拆分后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时，无论采用何种方

式，都不能降低增值税税负。而当拆分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

人时，采用委托代理方式比直接购买运输服务的增值税税负

更低。但同自营运输相比，拆分前后，孰优孰劣，需要综合比

较T1与T4。假定：销售额为P，原材料成本为C，运费收入为

F，油物料运费收入比R，同时令T=T1-T4时，则有：

T=（ P-C-FR）÷（1+17%）×17%＋F÷（1+11%）×11%-

［（P-C）÷（1+17%）×17%＋F÷（1+3%）×3%］，经整理后得到：

T/F=T’=0.07-0.1453R，令T’=0，可求得R=48.2%。所以，当

拆分后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时，与其拆分前税负相比，存在

一个税负临界点。该临界点与R数值相关，当该比例小于

48.2%时，T=T1-T4>0，表示以小规模纳税人身份采用委托

代理方式开展运输，可降低增值税税负，反之，则采用自营运

输方式，更为有利。本例中，由于R=60%>48.2%，所以企业采

用自营运输方式更为有利。从计算结果来看，T1=733.65（万

元）< T4=743.97（万元），也验证了上述推算。

二、自营运输与拆分运输的经营收益比较

（一）自营运输经营收益

接上例，假设不同运输方式下运费收入、支出水平保持

不变，同时不考虑拆分、运营等其他成本支出，假设自营运输

条件下企业经营收益为 S1，则 S1=（10000- 5000）÷（1 +

17%）＋600÷（1+11%）-600×60÷（1+17%）－733.65×（7%+

3%）=4437.90（万元）。

（二）运输业务拆分后的经营收益

1. 拆分后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。若拆分后为增值税一般

纳税人，且企业采用购买运输劳务的方式进行运营，则企业

内部运输收支相抵，此时经营收益 S2=（10000-5000+600）÷

（1+17%）-600×60÷（1+17%）-761.37×（7%+3%）=4402.5（万

元）。若拆分后，企业采用委托代理的方式开展运营，根据前

述分析，此时销货企业与运输企业合计经营收益与拆分前相

同。同时，由于自营运输适用11%的低税率，以及增值税税负

整体较低，所以拆分后企业整体经营收益没有增加。

2. 拆分后为小规模纳税人。仿前述分析，在将运输业务

拆分为小规模纳税人的情况下，若销货企业采用外购运输服

务方式开展经营，且取得运输业普通发票，则经营收益 S3=

（10000-5000+600）÷（1+17%）-600＋600÷（1+3%）-600×

60%-831.15×（7%+3%）；若采用委托运输代理方式，则合计

经营收益 S4=（10000-5000）÷（1+17%）＋600÷（1+3%）-

600×60%-743.97×（7%+3%）。经计算S3=4325.73（万元），S4=

4421.63（万元）。由于委托代理运输不需要抵扣外购含税运输

收入，所以在拆分为小规模纳税人的情况下，委托代理运输

的收益要高于外购运输服务方式。

（三）拆分前后的经营收益比较

从运输业务拆分前后的收益对比，在拆分后企业为增值

税一般纳税人的情况下，所获经营收益不高于自营运输业务

方式。而在拆分后企业为小规模纳税人情况下，需对自营运

输与委托代理运输收益进行比较，为此，令S=S1-S4，代入上

述计算公式，经整理后得到S/F=S’=0.1598R-0.077。当S’=0

时，R=48.2%，表示自营运输与拆分后以小规模纳税人身份

委托运输收益相等。当R>48.2%时，S’>0，说明采用自营运输

方式可获得更大经营收益，反之则相反。从上述案例来看，由

于R等于 60%，S1=4437.90大于 S4=4421.63，显然采用自营

运输方式更为有利。

三、混业经营中运输业务的纳税筹划思路

在经营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情况下，如同时存在

货物销售和运输的混业经营行为，究竟是采用自营运输还是

拆分后以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开展代理运输，主要取决于两个

限制性条件。一是，两个方案的增值税税负比较可以用T’=

0.07-0.1453R进行考察，二是两个方案的经营收益比较可以

用 S’=0.1598R-0.077进行考察。为更直观反映两者关系，把

T’与S’放在同一坐标图上进行考察，如下图所示：

由上图可以看出，T’、S’与坐标横轴存在一交点R’，经

计算可确定R’=0.482，此时自营运输与小规模纳税人委托

运输税负和收益相当，为两个方案的“平衡临界点”。当0<R<

0.482时，T’>0，S’<0，表示自营运输税负大于委托代理运输

税负，且自营运输收益小于委托代理运输收益，显然在该种

情况下，企业将运输业务拆分出去，以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开展

委托代理运输更为有利。而当0.482<R<1时，表示T’<0，S’>0，

说明，无论从税负还是经营收益来看，以自营运输业务的方

式开展经营比拆分为小规模纳税人，更为有利。

因此，对于混业经营中的运输业务而言，运费收入中油

物料消耗占比R是关键限制性因素，R值所处区间不同，会

对增值税税负和经营收益产生重要影响。此外，尽管在一定

条件下，企业以小规模纳税人身份委托代理运输会获得经营

收益，但由于购买方无法获得运费增值税抵扣，这无疑会对

企业运费议价产生不利影响，不利于企业扩大运输业务规

模。这一点，在进行纳税筹划时也应引起必要重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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